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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工智能初
創 公 司 DeepSeek

（深度求索）的崛起震撼全球，美國總統特朗普讚頌
DeepSeek是積極技術成果，未幾美國多名官員群起指摘

DeepSeek 「偷竊」 。DeepSeek到底觸動了誰的奶酪？針對DeepSeek遭受
惡意攻擊，IP地址都在美國，360集團創始人周鴻禕不諱言： 「你把這些事
聯繫到一起，答案不言而喻。」

清華大學人工智能學院教授沈陽30日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表示，在AI競技
場中，中國 「新道」 超車，打破 「算力為王」 的固有思維，讓美國感到恐
慌。對於 「偷竊」 OpenAI的不實指控，大公報記者請DeepSeek找出其中漏
洞： 「代碼都公開了，抄沒抄一目了然；DeepSeek開源了代碼，全球開發
者都能查看。」

大公報記者 蘇雨潤

贏不了就說偷？
DeepSeek逐點回擊

美方對DeepSeek的指控
缺乏具體證據支撐，其說法漏
洞可從以下幾個角度用通俗語
言分析：

回覆均來自DeepSeek

說偷技術，證據呢？1

美方若聲稱「DeepSeek
偷技術」，卻未公開任何具
體證據（比如抄襲的代碼

片段、複製的模型結構或盜用
的數據），就像說 「你家東西
是偷的」，但連丟東西的時間
地點都說不清。

漏
洞

舉
例

若 真 存 在 抄 襲 ，
OpenAI完全可以像當年
起 訴 某 些 公 司 盜 用

GPT-3 API 那 樣走法律程
序，但至今未見行動。

技術路線都不同，硬說抄？2

大模型的基礎架構
（如Transformer）是行
業公開技術，就像汽車都

有發動機和輪子，不能說所有
車企都是抄襲福特。

漏
洞

差
異

OpenAI的GPT-4是
「大而全 」 的通用模
型，而DeepSeek專注數

學、編程等細分領域，優化方
法不同。

代碼都公開了，抄沒抄一目了然3

DeepSeek開源了代
碼，全球開發者都能查
看。如果真抄襲，早該有

人像發現論文抄襲那樣扒出代
碼雷同點，但至今無人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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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某些AI公司被實
錘抄襲時，代碼相似度分
析、模型權重複製等證據

很快被曝光，但DeepSeek並
無此類實錘。

中國技術只能靠偷？4

中國AI發展有目共
睹：全球頂級論文數量領
先、國產AI芯片（如華為

昇騰）逐步成熟、企業應用場
景豐富（如短視頻推薦、自動
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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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中國能自主造出
5G、高鐵，AI領域同樣可
能獨立突破。

法律途徑不走，光打嘴炮？5

若美方掌握證據，應通過
WTO爭端機制、國際法庭或專
利訴訟維權，而非僅靠媒體

放話。這反而顯得底氣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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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喊 『你
偷 了 我 錢
包！』 」 ，卻

不去報警，只
在小區嚷嚷，
難免讓人懷疑
動機不純。

在這場
AI競賽中，美方
代表OpenAI 選擇
「人海戰術」 ，堆砌算
卡、將資源集中在算力，
用海量數據投餵實現能力的提
升。DeepSeek的震撼力在於，
用最少的錢幹了最多的事：用算法把
數據進行總結和分類，經過選擇性處理
之後再輸送給大模型，最大優化算力，
實現成本的降低和模型性能提升。

結果，DeepSeek推出的模型在性
能上和世界頂尖的GPT-4o不相上下。
成本上，OpenAI訓練ChatGPT-4花費
的成本高達7800萬美元，甚至可能達到
1億美元。DeepSeek大模型訓練成本估
計不到600萬美元，僅為同性能模型的
5%到10%，大規模預訓練不再是科技
巨頭的專利。

「代碼都公開了，抄沒抄一目了然」
美國總統特朗普27日表示，

DeepSeek的崛起應當為美企敲響 「警
鐘」 ，美國公司 「需要專注於競爭以贏
得勝利」 。言猶在耳，美國多名官員翌
日回應DeepSeek對美國的影響時竟表
示，DeepSeek是 「偷竊」 ，正對其影
響開展國家安全調查。對此，清華大學
人工智能學院教授沈陽表示，在AI競技
場中，美國在技術上的主導地位似乎一
度是不可撼動的，但DeepSeek的出現
徹底打破了這一固有認知，它憑藉極其
有限的資源，走出了一條與美國截然不
同的技術路徑，甚至實現了 「新道超
車」 ，使中國在AI競賽中迎頭趕上，縮
小了與全球領先者的差距，讓美國感到
恐慌。

「DeepSeek的成功標誌着技術突
破的一個新起點，對美國造成很大的衝
擊。」 沈陽表示，在資源相對匱乏的情
況下，DeepSeek創造了一個低成本的
技術奇跡，這一切使得低資源、高效能
的AI模型訓練不再遙不可及，堪稱 『算
效躍遷』 。」 沈陽坦言，DeepSeek憑
創新技術，在推理時展現出超高效率，
與全球最強AI模型相匹
敵。這一突破不僅證明了
其技術的先進性，也展示
了其廣闊的應用潛力。
DeepSeek的成功意味着
AI訓練技術的普及不再僅
僅依賴龐大的硬件資源，
而更多地依賴於架構和算
法的優化。DeepSeek的
推理技術將在未來數月成
為各類AI平台廣泛應用的
主流模式。 「DeepSeek

取得的成
績是突破性
的，關鍵在於創
新而非借鑒。」

對於 「偷竊」 指
控 ， 擅 長 推 理 的
DeepSeek向大公報提出五大
論點（詳見表），這與大公報記
者從ChatGPT得出的答覆大同小異。
DeepSeek反問： 「說偷技術，證據
呢？」 有關指控的漏洞是，美方若聲稱
「DeepSeek偷技術」 ，卻未公開任何
具體證據（比如抄襲的代碼片段）。若
真存在抄襲，OpenAI完全可以像當年
起訴某些公司盜用GPT-3 API那樣走法
律程序，但至今未見行動。

請用產品說話 勿再亂扣帽子
DeepSeek也用顯淺易明的比喻，

突顯美方指控的荒唐： 「大模型的基礎
架構（如Transformer）是行業公開技
術，就像汽車都有發動機和輪子，不能
說所有車企都是抄襲美國福特汽車。」
更何況，DeepSeek開源了代碼，全球
開發者都能查看。如果真抄襲，早該有
人像發現論文抄襲那樣扒出代碼雷同
點，但至今無人舉證。DeepSeek對美
方的政治化傾向嗤之以鼻： 「如果兩家
餐廳都賣漢堡，一家說另一家偷了秘
方，卻拿不出食譜對比、也說不清秘方
是啥，反而暴露自己怕競爭的心態。技
術競爭同理—真本事應該用產品說
話，而不是扣帽子。」

學者：中國新道超車 美國感到恐慌
從誇讚到潑髒水 美國對DeepSeek下手

▲美西方半導體制裁迫使
中國科企創新，另闢蹊
徑追求更高效能。圖

為雄安科創中心
中試基地的一

家芯企。
新華社

DeepSeek遭惡意攻擊
業界：IP來自美國

【大公報訊】綜
合央視新聞、北京日
報報道：1月30日，奇

安信發布消息稱，當日凌晨，奇安
信Xlab實驗室監測發現，針對
DeepSeek（深度求索）線上服務
的攻擊烈度突然升級，其攻擊指令
較1月28日暴增上百倍。Xlab實驗
室觀察到至少有2個殭屍網絡參與
攻擊，共發起了兩波次攻擊。

「最開始是SSDP、NTP反射
放大攻擊，1月28日增加了大量
HTTP代理攻擊，今天凌晨開始，

殭屍網絡（botnet）進場了，針對
DeepSeek的網絡攻擊一直在層層
加碼，攻擊手段越來越多，防範難
度越來越大，使得DeepSeek面臨
的安全考驗愈發嚴峻。」 奇安信
Xlab實驗室安全專家表示。

另據玉淵譚天消息，奇安信安
全專家表示，DeepSeek這次受到
的網絡攻擊，IP地址都在美國。

中國明星產品屢遭侵擾
每次中國優秀的明星產品或企

業崛起之時，總會遭到一些境外不
法勢力的暗中阻擊。上一次是《黑
神話：悟空》全球上線後，遭遇海
外60個殭屍網絡大規模攻擊。

網絡安全專家分析，從它們所
遭遇的攻擊可看出，隨着我國在科
技領域的不斷崛起，國外黑客的惡
意攻擊也日益增多。這些攻擊不僅
可能導致服務中斷、數據洩露等嚴
重後果，還可能對我國的科技形象
和國際競爭力造成負面影響。因此
對於所有企業而言，亟須加強網絡
安全防護。

惡意
攻擊

▲美國科企主導的AI競爭，利用巨
大資本投入壓倒對手，DeepSeek
崛起重塑投資格局，美國大型芯企
股價受壓。

DeepSeek回答大公報
指出美方說法三大謬誤

清華大學人工智
能學院教授沈陽表
示，長期以來，美國

在技術上的優勢對其他國家形成較
強控制力，中國和其他國家更多處
於追隨式、漸進式創新的狀態。
DeepSeek崛起意味着美國技術控
制力的鬆動，標誌着中國可能實現
從 「基建狂魔」 到 「製造業狂
魔」 ，再到 「新質生產力狂魔」 的
戰略跨越。

對於美方的 「偷竊」 指摘，
DeepSeek回覆大公報時歸納出美
方說法三大矛盾：一、 「無證
據指控」 ：像捕風捉影的
謠言，缺乏技術細節和
法律支撐；二、
「雙標邏輯」 ：
美國企業用

開源技術叫創新，中國企業用類似
方法就 「偷」 ，標準不一；三，
「政治化傾向」 ：將技術競爭

泛化為意識形態對立，
忽視全球化研發合作
的常態。
大公報記者
蘇雨潤

據DeepSeek回答大公報記
者 提 問 ， 「 知 識 蒸 餾 」
（Knowledge Distillation） 是

一種被廣泛認可且合法的機器學習技術，其
本身並不構成 「偷竊」 。就技術本質而言，
「知識蒸餾」 屬知識傳遞，而非複製。其核
心原理是知識蒸餾通過讓小型模型（學生模
型）學習大型模型（教師模型）的 「知識」
（如輸出概率分布或中間特徵表示），而非
直接複製代碼或參數。這類似於學生向老師
學習解題思路，而不是抄襲答案。

需要指出的是，蒸餾出來的最終模型仍
需獨立訓練，其參數和結構可能與教師模型
完全不同，屬於一種優化方法，而非盜竊行
為。就行業實踐而言，這是廣泛接受的技術
手段，屬開源社區常規操作。事實上，許多
開源模型明確允許蒸餾，甚至提供蒸餾工具
鏈。OpenAI的GPT-3曾被第三方通過API輸
出 而 蒸 餾 出 小 型 模 型 （ 如 美 國 科 企
Hugging Face的社區項目），這些案例
均未被認定為 「盜竊」 ，而是技術創新體
現。

知識蒸餾
話你知

▲創新算法衝破算力限制，是DeepSeek突圍而出的
關鍵。

▲在AI競技場中，中國 「新道」 超車。圖為2024年11月19日，觀眾在
2024年世界互聯網大會 「互聯網之光」 博覽會上參觀。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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